
第 35 卷 　第 6 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Vol. 35 No. 6
2007 年 6 月 Journal of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Nat . Sci. Ed. ) J un. 2007

西藏不同产区藏鸡体重和体尺性状的测定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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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藏鸡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原始地方小型鸡种 ,为了了解西藏不同分布区藏鸡体型特征与体重、体

尺性状间的关系 ,测定了西藏 5 个典型产区的成年藏鸡体重和体尺性状指标 ,并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嘉黎县

藏鸡体重、多项体尺性状指标较高 ,尼木县藏鸡较低 ;体重与体尺性状间存在极显著的相关关系 ( P < 0 . 01) ,其中体重

与胫长的相关系数最高 ,达 0. 763 5 ;建立的最优回归方程表明 ,对体重影响的重要性依次为胫长、胸围、胸宽、胸骨长

和髋宽 ;主成分分析显示 ,5 个主成分含有体重和体尺 8 项指标 90. 27 %的信息量 ,说明不同产区藏鸡体重和体尺性状

存在差别 ,但都具有体重轻、体型小、身体较长、胫长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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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ibetan chicken is a kind of native poult ry breed with small body size in Qinghai2Tibet plat2
eau.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body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vity between body weight and size of Tibetan

chickens in the difference areas of Tibet ,weight s and body sizes of Tibetan chickens dist ributed in five dif2
ferent areas of Tibet were measured and multi2analyzed. The result s showed t hat t he Tibetan chickens in

J iali had t he highest weight and body sizes and the chickens in Nimu had the least weight and body sizes in

all t he five pop u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s between body weight and sizes were significant ,especially t 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weight and p halanx lengt h (0. 763 5) was the highest in all . The result s of

t he p rincipal component s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ive principal components covered 90. 27 % information of

eight traits. The conclusions were t hat Tibetan chickens in different areas had different weight s and body si2
zes ,but all had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body weight ,long body lengt h and p halanx lengt h ,and weight had

positive relations to p halanx lengt h ,chest cycle ,and ot her body sizes.

Key words : Tibetan chicken ;weight ;body size ;correlation analysis

　　藏鸡是世界上在高海拔生活历史最久的原始地

方小型鸡种[ 1 ] ,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海拔 2 200～

4 100 m 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 2 ] 。藏鸡体型轻小、

胸腿肌肉发达、性情活泼、极耐粗饲、抗病力强 ,对青

藏高原恶劣的气候和低氧环境有良好的适应能力 ,

肉质鲜嫩、风味独特 ,营养丰富 ,药用价值高 ,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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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海拔地区养鸡业的极重要品种资源。有关藏

鸡品种介绍性的阐述较多[225 ] ,也有从分子水平研究

藏鸡多样性的报道[627 ] ,但有关藏鸡外貌和生产性能

的研究较少。藏鸡数量多、分布范围广 ,产区包括西

藏自治区的山南、拉萨、林芝、昌都地区东南部、日喀

则地区中南部、那曲地区东部和阿里地区西南部 ,各

地区由于海拔和地理位置不同 ,气候环境差别很大 ,

导致各产区藏鸡体型和生产性能也出现一定差别。

但目前还未见关于藏鸡种内不同分布区域群体间的

研究报道。本研究测定了西藏 5 个不同典型产区藏

鸡的体重和体尺性状 ,观察了不同群体间的性状差

别 ,分析了其与当地环境的关系 ,并建立了体重与体

尺性状的回归方程 ,以期为藏鸡遗传资源的保存和

育种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动物

在西藏藏鸡分布的中心产区 ,包括那曲地区嘉

黎县 ,拉萨市曲水县、尼木县 ,山南地区乃东县、隆子

县等 5 个不同地区 ,分别采集活泼健康、体形正常的

成年藏鸡 62 ,78 ,66 ,56 ,68 羽 ,共 330 羽 ,公母各半。

为了保证藏鸡的品种纯度 ,采集地点均为偏僻的山

区 ,确证当地未曾引进过其他品种鸡。同时在采样

时 ,选择具有典型藏鸡品种体型外貌特征的个体作

为本试验样本。

1. 2 　测定指标及方法

按照文献[829 ]的方法测定藏鸡个体的体重、体

斜长、胸深、胸宽、胸围、胸骨长、髋宽和胫长 ,并记录

采样地点、海拔高度、测定样本的性别。

1. 3 　数据分析

采用 SAS8. 02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回归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西藏不同产区藏鸡体重和体尺性状的比较

西藏不同产区成年藏鸡体重和体尺性状的测定

结果见表 1。

表 1 　西藏不同产区成年藏鸡的体重和体尺性状指标

Table 1 　Weight and size of Tibetan chickens in different area of Tibet

产区
Area

海拔/ m
Altitude

体重/ kg
Weight

体斜长/ cm
Body lengt h

胸深/ cm
Dept h

胸宽/ cm
Chest widt h

M F M F M F M F

嘉黎县
Jiali

3 200 1. 47 ±0. 33a 1. 03 ±0. 18ab 20. 92 ±1. 40a 18. 42 ±1. 21a 9. 66 ±0. 94a 8. 50 ±0. 63a 7. 06 ±0. 98ab 6. 03 ±0. 50ab

曲水县
Qushui

3 700 1. 44 ±0. 21ab 1. 06 ±0. 21ab 20. 40 ±1. 06a 18. 00 ±1. 24a 9. 50 ±1. 64ab 8. 59 ±1. 20a 7. 37 ±0. 85a 6. 57 ±0. 75a

乃东县
Naidong

3 800 1. 54 ±0. 15a 1. 10 ±0. 22a 19. 66 ±1. 09b 16. 88 ±1. 41b 9. 03 ±1. 04b 8. 21 ±1. 01ab 7. 66 ±0. 78a 6. 57 ±0. 98a

尼木县
Nimu

4 000 1. 37 ±0. 27b 0. 95 ±0. 15b 18. 64 ±2. 55b 16. 51 ±1. 74b 8. 79 ±1. 15b 7. 92 ±0. 89b 6. 73 ±0. 85b 5. 77 ±0. 61b

隆子县
Longzi

4 100 1. 45 ±0. 23ab 1. 05 ±0. 19ab 19. 21 ±1. 70b 17. 10 ±1. 86b 9. 26 ±1. 31ab 8. 41 ±1. 15ab 6. 92 ±1. 75ab 6. 39 ±0. 83a

产区
Area

海拔/ m
Altitude

胸围/ cm
Chest cycle

胸骨长/ cm
Sternum

髋宽/ cm
Coxa widt h

胫长/ cm
Phalanx lengt h

M F M F M F M F

嘉黎县
Jiali

3 200 26. 29 ±2. 67c 23. 69 ±2. 21c 10. 02 ±1. 03a 8. 69 ±0. 79a 9. 33 ±1. 02a 8. 34 ±0. 75a 9. 81 ±0. 61a 8. 18 ±0. 36a

曲水县
Qushui

3 700 30. 18 ±2. 05ab 26. 90 ±2. 03a 10. 13 ±1. 15a 8. 62 ±0. 99a 9. 39 ±1. 62a 8. 37 ±1. 15a 9. 52 ±0. 62ab 8. 06 ±0. 52a

乃东县
Naidong

3 800 30. 88 ±1. 40a 26. 92 ±2. 30a 10. 77 ±1. 35a 8. 81 ±0. 85a 9. 38 ±0. 93a 7. 75 ±0. 86ab 9. 33 ±0. 51b 7. 86 ±0. 40a

尼木县
Nimu

4 000 28. 60 ±2. 86b 24. 24 ±2. 74c 10. 20 ±1. 13a 8. 97 ±0. 85a 8. 48 ±1. 06b 7. 36 ±0. 75b 9. 21 ±0. 44b 7. 79 ±0. 40a

隆子县
Longzi

4 100 29. 06 ±2. 50b 25. 62 ±2. 25b 10. 27 ±1. 01a 8. 57 ±0. 79a 8. 52 ±0. 83b 7. 67 ±0. 70ab 9. 32 ±0. 78b 7. 96 ±0. 46a

　　注 :同列内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 05) ; M 代表公鸡 ,F 代表母鸡。

Note :Different small letter in t he same column indicate t 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 . 05) . M represent s cocks ,and F represent s hens.

　　由表 1 可见 ,除胸骨长外 ,西藏不同产区藏鸡的

体重、体尺性状指标均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 05) ,不

同性别间也均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 05) 。不同地方

藏鸡体重从高到低排序 ,公鸡为乃东县 > 嘉黎县 >

隆子县 > 曲水县 > 尼木县 ,母鸡为乃东县 > 曲水县 >

隆子县 >嘉黎县 > 尼木县 ,公、母鸡体重均是前 4 个

地区差异不显著 ( P > 0 . 05) ,乃东县藏鸡体重显著

高于尼木县 ( P < 0 . 05) 。公鸡体斜长依次为嘉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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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 曲水县 > 乃东县 > 隆子县 > 尼木县 ,母鸡体斜

长依次为嘉黎县 > 曲水县 > 隆子县 > 乃东县 > 尼木

县 ,其中前 2 个产区间差异不显著 ( P > 0 . 05) ,但均

显著高于后 3 个产区 ( P < 0 . 05) 。公鸡胸深依次为

嘉黎县 > 曲水县 > 隆子县 > 乃东县 > 尼木县 ,母鸡

胸深依次为曲水县 > 嘉黎县 > 隆子县 > 乃东县 > 尼

木县 ,其中前 4 个产区间差异不显著 ( P > 0 . 05) ,嘉

黎县明显高于尼木县 ( P < 0 . 05) 。公鸡胸宽依次为

乃东县 > 曲水县 > 嘉黎县 > 隆子县 > 尼木县 ,母鸡

胸宽依次为乃东县 > 曲水县 > 隆子县 > 嘉黎县 > 尼

木县 ,前 2 个产区间差异不显著 ( P > 0 . 05) ,但均显

著高于尼木县 ( P < 0 . 05) 。公、母鸡胸围依次均为

乃东县 > 曲水县 > 隆子县 > 尼木县 > 嘉黎县 ,前 2

个产区差异不显著 ( P > 0 . 05) 。各产区间胸骨长差

异均不显著 ( P > 0 . 05) 。公鸡髋宽依次为曲水县 >

乃东县 > 嘉黎县 > 隆子县 > 尼木县 ,母鸡髋宽依次

为曲水县 > 嘉黎县 > 乃东县 > 隆子县 > 尼木县 ,前

3 个产区差异不显著 ( P > 0 . 05) ,其中嘉黎县和曲水

县均显著高于尼木县 ( P < 0 . 05) 。公鸡胫长依次为

嘉黎县 > 曲水县 > 乃东县 > 隆子县 > 尼木县 ,母鸡

胫长依次为嘉黎县 > 曲水县 > 隆子县 > 乃东县 > 尼

木县 ,公鸡胫长嘉黎县与曲水县差异不显著 ( P >

0 . 05) ;母鸡胫长差异均不显著 ( P > 0 . 05) 。

2. 2 　藏鸡体重与体尺性状间的相关分析

藏鸡体重和体尺性状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 ,体重和体尺性状间均存在极显

著的相关关系 ( P < 0 . 01) 。体重与胫长的相关系数

最大 ,达 0. 763 5 ;其次是体重与胸围 ,相关系数为

0. 679 7 ;体重与胸骨长、胸宽、髋宽、体斜长的相关

关系在 0. 60～0. 64 ,而体重与胸深的相关系数较

小 ,为 0. 475 1。其他体尺性状间相关性较高的为体

斜长与胫长 ,相关系数为 0. 699 1 ;相关性较低的为

胸深与胸围 ,相关系数为 0. 291 4。

表 2 　藏鸡体重和体尺性状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ent s of weight and body size of Tibetan chickens

性状
Properties

体斜长
Body lengt h

胸深
Chest dept h

胸宽
Chest widt h

胸围
Chest cycle

胸骨长
Sternum

髋宽
Coxa widt h

胫长
Phalanx lengt h

体重 Weight 0. 601 2 0. 475 1 0. 624 6 0. 679 7 0. 641 1 0. 602 5 0. 763 5

体斜长 Body lengt h 0. 603 6 0. 488 5 0. 407 9 0. 501 7 0. 659 7 0. 699 1

胸深 Dept h 0. 426 9 0. 291 4 0. 409 3 0. 663 5 0. 513 7

胸宽 Chest widt h 0. 580 9 0. 397 3 0. 509 0 0. 474 3

胸围 Chest cycle 0. 469 9 0. 394 2 0. 474 5

胸骨长 Sternum 0. 481 1 0. 604 9

髋宽 Coxa widt h 0. 596 9

　　注 :所有相关性均达极显著水平 ( P < 0 . 01) 。

Note : All t he correlation are significant at ( P < 0 . 01) .

2. 3 　藏鸡体尺性状对体重的回归分析

利用全群藏鸡体重和体尺性状数据 ,拟合体尺

性状对体重的多元回归方程 ,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知 ,藏鸡体重与体尺性状的回归方程为 :体重 =

- 1. 557 3 + 0. 009 9 体斜长 - 0. 007 2 胸深 + 0. 048 5

胸宽 + 0. 027 1 胸围 + 0. 037 3 胸骨长 + 0. 021 8 髋

宽 + 0. 124 0 胫长 ;模型决定系数 ( R2 ) = 0 . 759 0 ,表

明所建立的由体尺性状估计体重的回归方程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除体斜长、胸深和髋宽的系数估计值

未达显著水平 ( P > 0 . 05) 外 ,其他估计值都达到了

极显著水平 ( P < 0 . 01) 。这与表 2 中相关分析结果

一致 ,胸深、体斜长和髋宽与体重的相关系数相对较

小。

表 3 　藏鸡体尺性状对体重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Result s of multi2regression in weight and size of Tibetan chickens

项目
Item

参数估计值
Parameter estimate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T P

　　截距 Intercept - 1. 557 32 0. 092 19 - 16. 89 < 0. 000 1

　　体斜长 Body lengt h 0. 009 85 0. 006 39 1. 54 0. 124 5

　　胸深 Chest dept h - 0. 007 20 0. 009 70 - 0. 74 0. 458 5

　　胸宽 Chest widt h 0. 048 47 0. 012 14 3. 99 < 0. 000 1

　　胸围 Chest cycle 0. 027 11 0. 003 55 7. 63 < 0. 000 1

　　胸骨长 Sternum 0. 037 31 0. 009 16 4. 07 < 0. 000 1

　　髋宽 Coxa widt h 0. 021 75 0. 011 11 1. 96 0. 051 2

　　胫长 Phalanx lengt h 0. 123 96 0. 014 81 8. 37 < 0. 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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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中建立的多元回归方程含有 7 个自变量 ,

且有 3 个变量的系数未达显著水平。因此 ,用逐步

回归法 ( stepwise) 求最佳回归方程。首先 ,逐步选

入其他自变量中对因变量影响最大且达显著水平的

自变量 ;其次 ,对模型中已选入的变量进行检验 ,剔

除不显著项 ;最后获得的回归方程含有 5 个自变量 ,

按照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胫长、胸围、胸宽、胸骨长

和髋宽。最优回归方程为 :体重 = - 1. 543 3 +

0. 132 3胫长 + 0. 0273 胸围 + 0. 049 7 胸宽 +

0. 037 7胸骨长 + 0. 023 8 髋宽 ,模型决定系数达

0. 757 0。

2. 4 　藏鸡体重与体尺性状的主成分分析

藏鸡体重与体尺性状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

关系 ,为了用更少的互不相关的指标来描述体重和

体尺性状 ,对体重和体尺性状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

析 ,前 5 个主成分解释方差分别为 4. 801 9 ,

0. 935 3 ,0. 667 5 ,0. 446 4 和 0. 370 2 ,贡献率分别

为 0. 600 2 ,0. 116 9 ,0. 083 4 ,0. 055 8 和 0. 046 3 ,累

积贡献率达 0. 902 7 ,说明前 5 个主成分包含了

90. 27 %的信息量。

藏鸡主成分分析的特征向量见表 4。在第 1 主

成分中 ,以体重的系数最大 ,其次为胫长和胸围。这

表明当第 1 主成分较大时 ,藏鸡个体的体重、胫长和

胸围也较大 ,说明胫长和胸围较大的鸡 ,其体重也会

更大。在第 2 主成分中 ,以胸围的系数最大 ,其次是

胸宽和体重 ;胸深和髋宽的系数为负值 ,且其绝对值

超过了胸宽和体重。这表明当第 2 主成分较大时 ,

藏鸡胸围较大 ,而胸深和髋宽较小 ,说明胸深和髋宽

较小 ,而胸宽和体重较大的藏鸡 ,其胸围也较大。在

第 3 主成分中 ,以胸宽的系数最大 ,其次为胸深 ;胸

骨长和胫长的系数为负值 ,且其绝对值超过了胸深。

这表明当第 3 主成分较大时 ,胸宽和胸深也较大 ,而

胸骨长和胫长较小 ,说明胸骨长和胫长较小 ,而胸深

较大的鸡 ,其胸宽也较大。在第 4 主成分中 ,以胸骨

长的系数最大 ,其次是胸深 ;体斜长和胫长的系数为

负值 ,且其绝对值超过了胸深。这表明当第 4 主成

分较大时 ,藏鸡的胸骨长和胸深也较大 ,而体斜长和

胫长较小 ,说明体斜长和胫长较小 ,而胸深较大的

鸡 ,其胸骨长较大。在第 5 主成分中 ,胸围的系数最

大 ,其次是胸深 ;胸宽和胸骨长的系数为负值 ,绝对

也较大。这表明当第 5 主成分较大时 ,胸围和胸深

较大 ,而胸宽和胸骨长较小 ,说明胸宽和胸骨长较

小 ,而胸深较大的鸡 ,其胸围较大。

表 4 　藏鸡体重与体尺性状主成分分析的特征向量

Table 4 　Eigenvector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s analysis of Tibetan chickens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 s

体重
Weight

体斜长
Body lengt h

胸深
Chest dept h

胸宽
Chest widt h

胸围
Chest cycle

胸骨长
Sternum

髋宽
Coxa widt h

胫长
Phalanx lengt h

1 0. 403 5 0. 312 2 0. 321 4 0. 329 2 0. 380 5 0. 331 8 0. 363 3 0. 382 9

2 0. 243 0 - 0. 284 0 - 0. 528 0 0. 289 6 0. 595 0 0. 129 4 - 0. 352 5 - 0. 050 6

3 - 0. 121 5 - 0. 051 6 0. 259 7 0. 595 9 0. 179 3 - 0. 608 5 0. 187 8 - 0. 349 8

4 - 0. 171 2 - 0. 468 4 0. 403 6 0. 025 0 0. 100 9 0. 598 8 0. 130 1 - 0. 449 5

5 0. 052 4 - 0. 011 0 0. 272 6 - 0. 650 8 0. 634 7 - 0. 300 5 0. 068 4 - 0. 037 9

6 - 0. 030 2 0. 127 9 0. 525 3 0. 120 5 0. 003 4 0. 009 1 - 0. 821 5 0. 131 8

7 - 0. 313 8 0. 731 6 - 0. 185 6 - 0. 014 5 0. 187 4 0. 223 1 - 0. 071 0 - 0. 491 6

8 - 0. 795 0 - 0. 083 5 - 0. 053 6 0. 117 5 0. 259 6 0. 063 8 0. 083 7 0. 515 7

3 　讨　论

体重和体尺性状是动物遗传选育中重要的表型

性状 ,与重要经济性状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是衡量鸡

体健康状况的标志。藏鸡分布区海拔高度、气候条

件和可采食饲料存在差别 ,且地区间交通隔离 ,藏鸡

类群间没有血缘交流的机会 ,群内封闭自繁 ,造成藏

鸡体重和体尺性状上存在差异。体重最大的为海拔

3 800 m 的乃东县藏鸡 ,最小的为海拔 4 000 m 的尼

木县藏鸡。体斜长和胫长最大的为嘉黎县藏鸡 ,最

小的也是尼木县藏鸡 ;其他产区藏鸡体尺性状也都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虽然分布于海拔最低的嘉

黎县藏鸡体重和多项体尺性状指标最大 ,但藏鸡体

重和体尺性状不随海拔升高而直线降低 ,说明海拔

高度是影响藏鸡生长发育及种群特征的一个因素 ,

但还有其他很多因素 ,如气候环境、饲养条件和健康

状况等的影响。西藏不同地区的藏鸡虽然在体重和

体尺性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具有共同的体型特

征 ,与内地地方鸡种和引进良种相比 ,都具有体型

小、体重轻、身体较长、胫长长等特点。如宋兴平

等[10 ]报道 ,成年日照麻鸡公、母鸡体重分别为 1. 87

和 1. 39 kg ,体斜长分别为 18. 7 和 16. 65 cm ,胸深分

别为 9. 95 和8. 49 cm ,胸宽分别为 7. 89 和 5. 83 cm ,

胸骨长分别为 11. 14 和 9. 73 cm ,胫长分别为 8. 58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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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1 cm。

在肉鸡生产中 ,胫长曾作为衡量肉鸡生长速度

的指标 ,对于雉科禽类来说 ,胫长与体重间一般存在

着较大程度的相关[11 ] 。本试验结果表明 ,体重与胫

长的相关程度是藏鸡体重与各个体尺性状中最高

的 ,其相关系数为 0. 763 5 ,且在最优回归方程中胫

长的系数和主成分分析中胫长的贡献率也最高 ,进

一步说明胫长是与藏鸡体重高度相关的重要性状。

因此 ,选育肉用藏鸡可以通过对胫长性状的高强度

选育 ,达到迅速提高体重的目的。胸围、胸宽也是影

响藏鸡体重的主要性状之一 ,与体重的相关系数较

大 ,且在最优回归方程和主成分分析中的贡献率仅

次于胫长 ,这与藏鸡体型轻小且近似椭圆型的特征

是相一致的。仙居鸡体尺指标的相关系数为

0. 424～0. 885[ 12 ] ,本研究显示在藏鸡群体内也有相

似的相关关系。

主成分分析是育种学、医学、经济学上常用的一

种多元统计方法 ,它通过对众多观测变量的分析 ,找

出较少的综合变量来代替原来的变量信息 ,以更好

地反应事物本质。张学余等[13 ] 对我国 11 个地方鸡

品种的体尺、体重和生态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表明 ,

3 个主成分可以包含 12 项指标 88. 65 %的信息量。

本试验用相关、回归及主成分分析法 ,分析了藏鸡体

重与体尺性状之间的密切程度和消长关系 ,结果表

明体重和体尺 8 项指标可以用 5 个主成分描述 ,这

5 个指标包含了 90. 27 %的信息量。第 1 主成分就

包含了 60. 02 %的信息量 ,最大决定因素是体重 ,而

其他因素的系数均为正值 ,这说明体重与胫长、胸围

等体尺性状指标正向相关 ,与相关分析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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